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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无锡官宣入夏，
均较常年偏早

上周开启的晴暖进程，在 5 月
18日迎来了气温最高峰，徐州甚至
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到了 19
日，从海上吹来的偏东风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阳光带来的燥热，省内西
北部高温暂退，午后全省最高温普
遍在 30~33℃，东部沿海地区气温
稍 低 ，25℃ 左 右 ，其 他 地 区 27~
29℃。

也是在这轮升温过程中，已有
城市提前进入夏天。5月 19日，苏

州气象部门宣布，苏州于5月14日
已经入夏，比起常年的5月27日入
夏时间早了13天；无锡气象部门也
宣布，当地于5月14日入夏。无锡
历史平均入夏时间是6月5日，今年
入夏早了半个多月。

苏州、无锡官宣入夏，那省内其
他城市呢？近期升温模式下，部分
城市可能已在夏天里了，只差气象
部门的最后官宣了。另外，根据最
新版“气候季节划分”标准，连续 5
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序列≥22℃，
则以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
个≥22℃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
目前来看，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

高温几乎都在30℃上下，但昼夜温
差较大，也会给日平均气温“拖后
腿”。如果晴好模式继续，接下来，
相信会有更多城市官宣入夏。

晴好踏入“小满”，双休
日有雷阵雨

夏天正在阔步向长江下游地区
迈进，好天气也将加速入夏进程。

新的一周，江苏又将重复上周
的晴好天气。省气象台预报，本周
前期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后
期25—26日有一次降水过程。

逐日预报来看：20日晴到多云；

21日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局部有
时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
22—24日全省晴到多云；25日沿江
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
雨，其他地区多云；26日白天苏南地
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
其他地区多云，夜间淮北地区多云
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

北京时间5月20日 20时 59分
将迎来“小满”节气，标志着我国大
部分地区已相继进入夏季，南北温
差进一步缩小。“小满”之满，既指籽
粒之熟，也指雨水之盈，此后气温明
显升高，南方降水增多。但就未来
一周来看，“小满”将在晴好中开启。

入夏按下加速键，淮北
地区再向35℃冲刺

气温还是继续走夏日加速冲刺
路线，前期平稳，后期逐步上升。新
的一周最高气温：淮北地区 29～
35℃，其他地区27～33℃。

前半周气温相对稳定，较刚过
去的周末有所回落，但稳定在30℃
上下。其中20日最高温度：淮北地
区 32℃左右，其他地区 28～29℃；
最低温度：西北部以及沿江和苏南
地 区 18℃ 左 右 ，其 他 地 区 16～
17℃；21日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
33℃左右，东南部地区 27～28℃，
其他地区 30～31℃；最低温度：东
北部地区17～18℃，其他地区20℃
左右。

22日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3℃

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 27～28℃，
其他地区 30～31℃；最低温度：西
北部地区20℃左右，其他地区17～
18℃。

总体来看，全省气温“北高南
低”，淮北地区下半周还将继续向
35℃冲刺。

2次高温、3次降水！6
月中上旬气候预测出炉

夏天冲刺倒计时，高温也将在
入夏后频繁登场。5月 19日，江苏
省气候中心发布6月1日至6月20
日气候预测。预计6月 1日至 6月
2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
年偏高 0~1℃。月极端最高气温
33~36℃。全省范围内有 2次高温
过程，发生时段为：6月上旬中期和
6月中旬中期。

降水预测方面，预计6月1日至
6月20日淮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
少0～2成，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较
常年偏多0～2成。全省范围内有3
次降水过程，发生时段为：6月上旬
末、6月中旬中期和6月中旬末。

江苏2市官宣入夏，“夏日冲刺”加速
晴好“单曲循环”，淮北地区下半周再冲35℃

在上周开启的晴暖进程中，无
锡、苏州顺利跨入夏天。新的一周，
晴好继续“复制粘贴”，气温将再次
开启向高温天的冲刺之旅，也会把
江苏更多地方带入夏天。根据省气
象台一周预报，本周前期全省以晴
到多云天气为主，后期5月25—26
日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前期平稳，
后期逐步上升，淮北地区周最高气
温仍可达35℃。5月20日也将进
入“小满”节气，此节气特点为高温、
高湿、多雨。而且，这时冷暖交汇频
繁，强对流天气也时有发生，要特别
警惕暴雨、狂风、雷电等天气。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文 徐洋/摄

今天 多云到阴 偏东风 4 到 5 级
19~31℃

明天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 偏东风 4到 5级阵风 6级
20~31℃

后天 多云到晴 偏东风 4 级左右
20~31℃

南京三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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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法律顾问 江苏曹骏律师事务所 曹骏律师

现代快报旗下媒体原创内容著作权，均属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所有。为维护自身版权利益，制止非法转载行为，声明如下：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任何公开传播平台上使用著作权归属于现代快报原创内容的，必须事先取得书面授权； 本报欢迎合作，但对侵犯本报著作权益的违法行为，将采取一切合法措施，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欢迎读者提供侵权线索：法律顾问曹骏律师（025-84728578）；版权合作：快报总编办（025-84783580）。

版权
声明 11 2

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2-0104
邮发代号

27-67
主办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

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
邮编

210005
网址

现代快报网 www.xdkb.net
传真

025-84783504
24小时新闻热线

025-96060
本报员工道德监督电话

025-84783501

今日总值班

吴明明
头版责编

颜玉松
版式总监

沈明

零售价每份1.5元

“亲青恋”引发关注后，很多人希望各地政务App有所跟
进。但现在看来，“亲青恋”有点孤独，急需更多“同行”携手同行

政务App上可相亲，我看行

互动体 乐见博物馆成为常态化“网红”

周一见

继多地网友呼吁政府部门设
置相亲角之后，又有网友提议政务
App 增加“线上相亲”服务。近日，
山东一名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提出，“爱山东”App 可以在服
务类型方面更完善一些吗？增加
一些非政府服务功能，例如增加一
些线上相亲的服务？

这名网友为了增强建议的力
量，举例而言：浙江省的“浙里办”
App就提供了一些非政府服务，里面
就有线上相亲功能。山东省大数据
局在调查分析后回复称，正积极与
有关部门会商研究，探讨在山东实
施类似服务的可行性。应该说，这
样的答复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今年 3 月，“浙里办”App 上的

“亲青恋”平台受到网友关注。其
时，现代快报发表快快评，提出：

“浙里办”当上了“电子媒婆”，这事
挺新鲜。什么是“店小二”，不光指
在政务活动中贴心为群众服务，也
指 在 生 活 场 景 中 为 群 众 牵 线 搭
桥。拥有资源优势的政务 App，完
全可以成为群众的“娘家”。

政务App上线相亲功能具有明
显优势：建立在真实、互动、开放场
景上的功能，有助于消除隔膜和疑
惑，促进年轻人即时沟通。以“亲
青恋”为例，用户分布涵盖浙江省

各地，职业包括公务员、教师、医
生、互联网工作人员等，所在区域、
年龄、身高、职业、照片等信息一目
了然，用网友的话说就是经过了

“官方严选”，安全性更有保证。
有人说，当下的年轻人又相信

爱情了。事实上，不少年轻人渴望
找到适合自己的婚恋对象，怎奈由
于工作忙、社交圈受限，而不能如
愿。但与此同时，一些婚恋网站或
平台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不仅坑苦
了一些年轻人，也令他们在寻找爱
情的过程中心怀畏惧。

对此，政府部门应当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要知道，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7 年印发的《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明确提
出，“支持开展健康的青年交友交流
活动，重点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
体的婚姻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会
组织的作用，为青年婚恋交友提供
必要的基础保障和适合青年特点的
便利条件”，据此，政务App上线相亲
新功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亲青恋”引发关注后，很多人
希望各地政务App有所跟进。但现
在看来，“亲青恋”有点孤独，急需
更多“同行”携手同行。

戴之深

现 代 快 报 报 道 ：博 物 馆 有 多
火？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扬
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网红”已是
常态，“一票难求”就是答案。日
前，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
公示，江苏新增 13 家国家一级博
物馆。“苏式文博”何以强？博物
馆如何实现更快更好发展，惠及
受众？

此前，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
心指导，抖音发布的《2024 抖音博
物馆生态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
年，抖音博物馆打卡数同比增长
34%，带动博物馆门票订单量同比
增长 149%。博物馆正成为旅游热

门打卡地，许多年轻人“为博物馆
奔赴一座城”。博物馆何以火起
来？博物馆与时俱进、贴近公众搞
活动，其深刻底蕴和公众求知欲相
融合，是一大原因。与此同时，新
媒体时代，短视频平台的技术加
持，也为博物馆走进人心打下坚
实基础。抖音上，考古文博类讲
解内容走红，南京大学考古学教
授张良仁通过美食探店的方式讲
解考古学，让更多网友学习到文
博知识，也爱上博物馆。这一现
象的背后，是诸多博物馆通过平
台算法加持，让更多人更方便地
学 习 文 博 知 识 ，爱 上 逛 博 物 馆 。

这个“新发现”令人赞叹。
过往有人认为，博物馆当放弃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意识，直面公
众需求多搞老少皆宜的活动。但
现实中，一些博物馆卖力推广之
后，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于，单
纯依靠传统推广模式“吆喝”，已不
能适应新形势。而利用新技术助
力，例如算法运用，可以实现事半
功倍的效果。凭借算法的精准有
效分发，原本孤立的创作者、信息
和用户可以更高效地连接起来，产
生联动效应。一方面，用户发现了
很多之前不了解的宝藏型博物馆，
也发现了很多同道，希望“共同奔

赴”；另一方面，博物馆积极主动拥
抱新技术，加强线上线下、馆内馆
外联动，吸引广大受众前来打卡。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曾说
过：每天向 200 个朋友发送故宫抖
音视频。这是一些知名博物馆尝
试新玩法、解锁新技术，让传播更
快速、覆盖更广泛，从而实现全方
位传承文化遗产、文化情怀的一个
缩影。博物馆体现的是文化软实
力，新技术含量越高就越能吸引
人。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各
地博物馆的“人从众”再次说明了
这一点。

无锡 王勇


